
绿色果品是指出自最佳生态环境，经中国绿色

食品发展中心认定，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的无污

染、纯天然、安全优质的营养、健康食品。生产绿色

果品是果树生产发展的大前提、大方向、大趋势。目

前，我国的果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低，价位不高，创

汇能力差的原因，除果品自身质量不高外，未能达

到绿色果品标准，也是其重要原因。

凉山州绿色果品的发展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，

但离省委、省政府加快攀西绿色产业发展的要求和

州委、州政府提出的做大、做强绿色产业，做特、做

优绿色产品还有很大距离。因此，加快生产大批量，

发展大规模的绿色果品势在必行，迫在眉睫。绿色

农业将成为入世后我国和我州农业发展的生力军。

生产绿色果品也是凉山农民增收和各县市财政增

效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，更是凉山特色农业发展的

必然选择。“十五”开始，州委、州政府提出了!!"#绿

色农业产业发展战略，今年初州农业局又制定出了

未来五年种植业$"#!#发展战略。即：强化农业基础

设施建设，跨世纪农民培训两个基础，加快稻、荞、

薯、烟、丝、糖、果、菜、花、药十大种植业产业基地建

设步伐，用五年的时间新增农业产值!#亿元。因此，

要完成这个宏伟目标，必须加大绿色果品关键技术

的推广应用，也就是要通过关键技术的培训、推广、

应用、普及，提高果农的整体科技素质，控制环境、生

产、贮运等各个环节的污染，使凉山果品中的农药残

留量，有害重金属及细菌含量达到或符合绿色食品

的卫生标准。

" 控制环境污染
环境污染主要指来源于大气、水质、土壤环境

的污染。大气环境应达到%&!#’(—"’’)大气环境质

量标准一级要求 （考虑到农业生产中总悬浮颗粒物

（*+,）主要来源于土壤扬尘，故在有风天气可以放

宽到二级（日平均#-"(./ 0 .!）；农田灌溉水水质应达

到%&!1!1—11 《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》23类水质以

上，其汞、铅、锰、铬、砷、氯化物、氟化物等金属离子

含量应低于万分之一；土壤环境质量按土壤耕作方

式的不同，分为旱地和水田两大类，各类按土壤,4
值的高低分为,45)-(，,46)-(78-(，,498-(三种情

况 ， 对 于 绿 色 食 品 来 说 ，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应 达 到

%&:()"17"’’(一级与二级之间要求。

因此，在选择绿色果品生产基地时，首先要注意

生态环境的选择。果园应建在粉尘、酸雨少的地区，

其附近尤其是上游、上风向地段无污染源，如化工

厂、冶炼厂、造纸厂、硫矿厂、金属镁厂、水泥厂等。园

地选样前，应对其环境即大气、水质、土壤状况进行

检测，并且每$7!年进行一次，以确保环境的优良和

产品达标。

$ 控制生产环节的污染
$;" 选用抗病虫品种及脱毒苗木，选用已经检疫的

无病虫为害的种子及脱毒健壮苗木、接穗，既要求品

种抗病虫，又要增强树体营养，提高抗病虫性，保持

树体健壮，减少用药次数。

$-$ 植物保护方面的污染，果树病虫的防治和杂草

的清除，是绿色食品生产全程质量控制的关键环节，

生产绿色食品的病虫害防治过程应以保护生物多样

性、维护生态平衡为基础，充分利用害虫趋光、趋色

等生理特性，运用物理防治，采取合理农艺措施，结

合使用高效、低毒的生物农药进行综合防治，特殊情

况下，可以允许限量使用化学农药。

农药的使用在种类、剂量、时间、安全间隔期、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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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量、用药次数等方面都必须符合《绿色食品农药

使用准则》（!" # $%&%’()))）。主要措施包括：

(*(*+ 采用物理、农业防治方法。如灯光（紫光灯、黑

光灯、频振灯），色彩杀虫，树干涂白，清除病虫枝、

叶、果，刮除翘皮、清洁果园。防护林避免选用与果

树有共同病虫害或可作为中间寄主的树种（如柏树

不能与梨树种在一起，葡萄不能与榕树种在一起等）。

(*(*( 采用生物源农药、植物源农药、微生物源农

药、昆虫生长调节剂防治病虫害。现今应用较多的

有核多体病毒、白僵菌、生物杆菌（,-）、除虫菊素、性

诱剂、井冈霉素、农抗+()、浏阳霉素、链霉素、芸苔素

内脂、除螨素、生物碱等。在苹果病虫害中防效较好

的是多氧霉素、阿维菌素等。新型高效生物农药阿

维菌素能有效防治螨类、鳞翘目、双翘目、鞘翘目的

害虫。,-杀虫剂由于成本低、高效安全、不伤天敌、不

污染环境，可取代+.)/、敌百虫、菊酯类农药，还可与

昆虫生长调节剂类农药如灭幼脲%号、杀铃脲交替使

用，防治鳞翘目为主的害虫。植物源药剂有除虫菊

素、烟碱大蒜素、烟草水、鱼藤根、大蒜、苦楝等。在

害虫捕捉器中使用昆虫外激素，如性诱剂和其它动

植物源引诱剂。另外，植物源制剂如生物膜（高脂

膜），喷洒后形成的分子膜层，虽不具杀虫、杀菌作

用，但可起到驱避害虫、抑卵孵化、预防空气污染、

防治小型害虫等功效。实施果实套袋综合配套栽培

技术，果实套袋是生产绿色果品的重要措施。虽套

袋价格较高、费工，但套袋能为果实创造一个良好

的生长环境，保护果实，防止病虫危害，避免果实直

接接触药剂，减少农药残留量，同时又能增强果实

着色、艳丽，果皮细嫩，提高内、外在品质，是生产高

档优质绿色果品的重要手段。

(*(*% 禁止使用剧毒、高毒、高残留农药。凉山州已

明 令 禁 止 使 用 的 高 毒 、剧 毒 、高 残 留 农 药 有 ：甲 胺

磷，水胺硫磷，甲基对硫磷，（甲基+.)/），对硫磷，甲

基乙柳磷，久效磷，磷胺，地虫磷（大风雷），氧化乐

果，涕灭威，呋喃丹（克百威），三氯杀螨醇，灭多威，

氰戊菊酯及其复配制剂，杀虫脒，六六六，滴滴涕，

氯丹，七氯，内吸磷，六氯苯，二溴乙烷，氟乙酸钠，

速扑杀，三环锡普氯特丹，汞化合物，敌枯双，狄氏

剂，异狄氏剂，二溴氯丙烷（0,12），(、3、/’涕，氰化

合物，氟乙酰胺，毒鼠强（3(3），鼠甘伏（甘氟），除草

醚，绿黄隆，甲黄隆，胺苯黄隆。国家、省也颁布了禁

止使用的剧毒、高毒、高残留农药名单。

(*(*3 有限制选择性地科学合理使用矿物源农药和

限量使用有机合成农药，主要有硫制剂、铜制剂、磷

化物。如硫酸铜、波尔多液、石硫合剂、氯氢菊酯、溴

氢菊酯、都尔、毒死蜱、三唑磷等等，严禁使用砷制

剂、氟化物、有机氯、高毒有机磷类农药。

(*% 科学合理使用肥料。

绿色食品施肥应以施用有机肥为主，有机和无

机相结合；底肥为主，追肥为辅，实行测土平衡配方

施肥。

(*%*+ 大力推广使用经过高温堆沤发酵腐熟达无害

化卫生标准及加工的堆肥、沤肥、厩肥、沼气肥、绿肥、

作物秸杆肥、泥肥、饼肥等优质有机肥（农家肥）。

(*%*( 科学合理使用商品有机肥（以动植物残体、排

泄物和其他生物废物加工制成的肥料），腐殖酸类肥

料，微生物类肥料（如根瘤菌肥料、固氮菌肥料、磷细

菌肥料、硅酸盐细菌肥料、复合微生物肥料），有机复

合肥料 （经无害化处理的人畜禽粪便和其它生物废

物加入适量营养元素制成的肥料），无机（矿质）肥料

（如矿物钾肥和硫酸钾、矿物磷肥磷矿粉、煅烧磷酸

盐钙镁磷肥、脱氟磷肥、石灰、石膏、硫磺等），叶面肥

料（不含化学合成的生长调节剂等），有机无机肥（半

有机肥），掺合肥（在有机肥、微生物肥、无机矿质肥、

腐殖酸类肥料中按一定比例掺入化肥制成 〈硝态氮

肥除外〉）。44级绿色食品只能使用无害化的优质有

机肥料，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肥料；4级绿色食品

可以科学合理有限制适量使用掺合肥、配方肥（,,
肥）、化学肥料（禁止使用硝态氮肥），化学肥料必须

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（有机氮与无机氮之比不超过+：

+），化肥也可以与有机肥、复合微生物肥配合施用，

最后一次追肥最迟必须在收获前%)5进行。

% 控制采后及流通环节的污染

在果品采摘、采后处理和贮藏、运输过程中，措

施和方法不当，如应用防腐剂、杀菌剂、保鲜剂等也

会造成污染。因此，应完善采后处理系统，尽量采用

物理、机械等方法，最大限度地防止污染、保证在采

摘、采后处理、贮藏、运输等环节的质量，尽量少用或

不用防腐剂、杀菌剂等，确保果品质量，达到绿色果

品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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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提起反倾销诉讼的主体资格，也就不会受到反倾

销调查。此外，笔者认为，行业协会在整个预警机制

中应起主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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